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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解‧意見

多少位老師教授過這單元？
有何困難？

多少位老師已閱讀這單元？

什麼地方不明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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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思(我的生活經驗學生生活經驗)

 個案一

 陳小文希望透過交友網站結識異性，他在網站上所寫的資料都是真

實的，但上載的相片卻經過電腦程式「美化」，在可以辨識是他的

同時，讓他顯得好看多。他多次成功約會他人，前幾次的網友都沒

有說什麼，但最後一位表示他的相片「貨不對辦」，與真人樣子落

差甚大，建議他以真面目示人，陳小文認為這相片中的人仍然是他

自己，不覺得需要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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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思(我的生活經驗學生生活經驗)

 個案二

 日本長崎縣對馬島一名醫生，凌晨駕車趕返醫院救人時，遇到警員
截查，醫生未有停車，其後被警員追上，並驗出他體內酒精含量超
標，將他拘捕。被捕的五十九歲醫生，是對馬島唯一一名放射治療
科醫生，他於凌晨二時許接獲醫院電話，指他的一名病人病危，必
須接受他的治療，否則有性命危險。當時他正在喝酒，但知道情況，
就從住所駕車返回十公里外的醫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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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倫理倫理生活

(1)生活裡關乎價值的判斷都屬於倫理判斷；
(2)書中的「好壞」也包括「對錯」，這兩組詞的倫理判斷的重要標準；
(3)判斷各有不同，涉及社會文化、時代、個人經驗，因此人人不同。
(4)人有群居性，要與別人一起生活，就需要共同的規範。
 可舉出一些生活事例(如遲到[還可細分返學遲到、約朋友遲到等])，
看看同學間是否有不同的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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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有些人好壞、對錯標準與我有別？

(1)四個影響人價值觀的因素：個人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。
 [生活經驗：可請學生說一下，自己為什麼會準時/誠實/有禮貌，受
到哪一方面的影響更大。]

 (這裡與良心的培育有關，可以作為後面教導的伏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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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的倫理模式有哪些？

(1)倫理模式是指作判斷的基調，書中指「一套看法」，是指模式本身
如何理解「後果」和「義務」，而不是指倫理模式如何看待所有事
情。

(2)「倫理模式」往往是一個人倫理判斷的基調，卻不會是完全主宰了
人的判斷，如書裡說旅行採用「盡量省錢」模式，這並不代表旅行
者在一切事上都省錢，如還上他認為不可錯過的活動，他也會花大
錢去參與的。因此，大部分人都只是有基調上的傾向，到了實際倫
理判斷，往往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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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的倫理模式有哪些？

(3) 「看後果」可以稱為「功利主義」、「幸福論」、「效果論」，指判斷時以「效果」為主，這
效果是指「幸福」，即人能夠得到物質或心靈上的好處。如何理解後果有不同的方式，如有個人
層面、規則層面以及整體層面的。

 教材內「救一人與救五人」的例子，可以進階為不同層面的版本，讓人再深思「看後果」的利
弊。最出名的例子是「電車難題」：一輛失控的火車衝向有五個工人在工作的路軌，如果你站
在轉軌器前，可以把火車轉為衝向只有一個工人的路軌，你會否動力呢？在這思想實驗裡，就
變成犧牲一個人來救五個人，是否更好的效果？

(4) 「論義務」就把倫理判斷的重點，放在行為的道德性上，即我們要先弄清楚，這個行為是否道
德，如果行為是道德的，就無論如何都要做；行為是不道德，就無論如何都不要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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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會認為人該怎樣作倫理抉擇？

(1) 《天主教教理》裡有「道德的良心」的條目(1776-1802條)，老師可以參考這內容，進一步理
解天主教會如何解說良心。在這裡，非常簡略地說明：

A. 良心是天主放進人內心的道德原則，它是一把聲音，要求人行善避惡，這為任何人都是如此，
即內心有一把聲音，在自己做好事時肯定自己，而在做壞事時讉責自己。

B. 人有依良心行事的自由，同時也有此責任。如果良心清楚指明自己應或不應做這事，人必須跟
隨。

C. 良心是行善避惡的呼聲，但就善惡的內容，並不是預設的，而是由人自身形成的。故此，培育
良心就非常重要，而天主教的倫理價值，是優先的培育內容。

D. 有些情況，人的良心並不確定，這就需要找一些方便幫助自己下決定了。
E. 人應該跟隨良心行事，但良心是有錯誤的可能，人要培育自己，避免作出錯誤的良心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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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會認為人該怎樣作倫理抉擇？

 除了「良心」，行為的道德性亦有助我們作倫理判斷，書中所提及的四個元素，是指個人做倫
理判斷時要考慮的。

 如果我們打算做一件事，自己的動機是出於惡意的話，就是不符合良心，自然不應該做了。即
使動機良好，如果行為本身是屬於惡的話，同樣不應該做，如親人被人謀殺，出於公義與愛(良
好動機)，也不應該自行把凶手殺死，因為「殺人」這行為是不道德的。「動機」和「行為」是
關鍵因素。

 「情況」就較複雜，有些行為會因為「情況」而改變本質，亦有些行為會因情況而改變好壞的
程度，前者如小便，在廁所(情況)就是一個普通行為，在街角(情況)就是不道德了。

 至於「後果」，所指的往往是衡量兩種行為所帶來的後果之後，決定做什麼判斷，而非單指一
件事的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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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會認為人該怎樣作倫理抉擇？

(3) 關於倫理判斷的過程，還有很多更具體的做法可以參考，

如果老師想進一步瞭解，可以參考以下短片：

良心培育與倫理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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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必定選對的事嗎？

(1)按照天主教會的說話，人有足夠的理智去做出正確的倫理抉擇，但同時要注意
礙阻人善用理智的各種因素，當中最容易影響人做出不正確的選擇，就是「私
欲偏情」，也就近於教材內的「情感」。

(2)教材內的「情感」不等同於「私欲偏情」，更近於「善性」或「本性良心」。

(3)「私欲偏情」指人強烈的感情和欲望，令人不能理智地做出選擇。這包括人錯
誤地理解本身追求完美的動力，同時亦包括人本身的缺陷，即原罪與本罪。

(4)除了理智，意志在選擇上亦有很重要，因為理智幫助人看到應該怎樣做，但人
要做得到，必須有足夠的實踐意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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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抉擇標準值得參考嗎？

(1)教材提出的基督徒故事，關鍵在於愛。

(2)可考慮另一個概念來理解自己的倫理抉擇，就是基本抉擇的概念。

(3)教材一直的討論是個別倫理行為的判斷，但人應該反省，自己做選
擇的趨向，究竟是為自己的利益，還是選擇走向真理與善良？個別
行為的抉擇，會有不同的價值衝突，而在衡量何者重要，就是人本
身的趨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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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一分析

 個案裡的關鍵，是如何理解「美化」照片。

 如果陳小明竹的動機是欺騙別人，這個做法就不可行了；

 如果陳小明覺得變得好看一點，並不是欺騙，就不能斷言他是錯誤；

 在實際的倫理判斷上，「程度」是很關鍵的；

 這往往就只能由當事人用良心來判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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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二分析

 論義務的一大難題，就是有兩個義務要守，而彼此衝突時，如何取捨；

 解決方法(1)：衡量價值的輕重，何者更重要；

 解決方法(2)：衡量後果。

 做倫理判斷時，「情況」的影響也很重要，在此例裡，沒有另一個醫生
可以幫助是重要的情況。

 關鍵在於當事人的良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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